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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栾 鹤

编者按：据国际毛皮协会统计，中国毛皮行业从业人员近 700 万，居全球之首，惠泽 2000 万人的生活。但经

历了 2013 年暖冬的中国毛皮产业，受传统市场乌克兰局势不稳、俄罗斯需求不振等因素影响，今年形势仍不

容乐观，毛皮价格持续走低，行业面临大洗牌。

自 2013 年入冬以来，国际毛皮市场风云突变，毛皮

原料市场价格大跌，许多中国养殖户捂货惜售。时至今

日，行情仍不看好，毛皮价格持续走低，貂皮价格甚至被

“腰折”。

“2011 年的貂皮行情是最好的，每只水貂的利润比

2010 年多 200 多元。但今年开春，貂皮的收购价格与 2007

年低谷时期的价格基本持平，而养貂成本却比 2007年上涨

了不少，因此，养殖户的收入跌幅很大。”山东省诸城市大

森林特种动物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孙万红表示。

在孙万红看来，当下，部分中国毛皮从业者心态非

常浮躁，过分地抬高了市场运作的地位。殊不知，养殖

才是毛皮行业的源头，抓好了源头才能保证毛皮产业的

可持续发展。

据了解，诸城已有几十年水貂养殖的传统，近几年

规模和养殖数量更是迅猛增加，已发展成为中国重要的

水貂等特种动物养殖基地。

内外需不振 深度调整期已至

孙万红指出，毛皮市场不振的原因之一是出口订单

减少。如诸城市貂皮的主要出口市场乌克兰和俄罗斯：

乌克兰政局动荡，毛皮订单锐减；而去年，俄罗斯举行索

契冬奥会时，为防止恐怖分子袭击，关闭了貂皮交易市

场，致使诸城市貂皮出口订单大量减少，而今年俄罗斯

需求又不振，短时难以恢复。

据记者了解，诸城市水貂养殖行业起初是自发形

成的，大部分养殖户属于散户，规模较小，而且各自为

战，自负盈亏。同时，由于信息的相对闭塞，农户对市场

的预判不足，对风险有一种未知的恐惧感。他们往往在

行情好的时候惜售、行情差时抛售，结果只能与收购价

格高点“擦肩而过”。

其实，整个诸城市乃至山东半岛地区裘皮加工企业

大多处在产业链底端，只能作为河北等地裘皮深加工的

原料供应基地。受此影响，皮张收购交易价格一直掌握

在来自外地的皮草收购商贩手中。

中国青年企业家毛皮委员会秘书长孙凯说：“从某种

程度上来说，貂皮行情下滑对于整个市场的健康发展不

失为一件好事，前几年，貂皮价格高企，盲目进入该行业

及扩大规模的养殖户很多。貂皮市场的此番变数为不少

养殖户敲响了警钟，行业或将进入一个深度整合期。”

据孙凯介绍，1956 年，中国才引进了第一批用于养

殖的毛皮动物。与国外相比，中国的毛皮动物养殖仅仅

是经历了养殖发展过程的 1/3。总体来看，毛皮动物养

殖业是由非常零散的小规模操作，向规范化饲养发展、

养殖设备趋于现代化的集约型模式发展。

转变基因 内涵式发展

“我们认为，养殖环节的内涵式发展才是毛皮行业最终

的价值来源，而不是薄利多销。”孙万红在接受采访时强调。

孙万红坦陈，国产水貂皮质量确实达不到国际水

准。在高档皮草制作中，只有腋下部分才会采用中国

水貂皮。因为近亲繁殖和管理滞后，国产水貂个头小，

貂皮质量和国际水平的差距在加大，貂皮价格也一直

上不去。

在哥本哈根的一次皮毛展览会上，几个老外指着孙

万红的水貂皮说：“These mice furs are very well.”翻译正

好不在，孙万红隐约知道“very well”是夸人的话，很高兴，

就一再用仅会的“Thank you”表示感谢。翻译回来一听，

气坏了：他们骂你呢，说你的水貂和老鼠一样大——那句

英文翻译成中文，意思是“这些大老鼠皮非常好”啊！

孙万红告诉记者，自 2011 年起，大森林特种动物养

殖专业合作社多次从丹麦引进良种水貂，以改良基因。

2013 年年底，销售市场不振，但大森林特种动物养

殖专业合作社仍花重金从丹麦哥本哈根包机引进 1.5 万

只良种水貂。在孙万红看来，外面的价格越低对他们越

有利，因为水貂饲料的价格也会随之降下来，他们更会

利用价格低的时间段彻底实现水貂的换种。

除了从丹麦雇水貂养殖专家驻场指导、聘请青岛农

业大学苏振宇等知名专家加强对养殖户技术培训外，大

森林特种动物养殖专业合作社还特别提倡“一家一个大

学生”战略。

进口水貂品种的引进扭转了合作社毛皮的“基因问

题”。2013 年，市场形势虽差，合作社出栏水貂仍达 956

万只，占全国水貂出栏量的四分之一，实现销售收入 19

亿元。户均年收入达到 35 万元，许多养殖户都是开着奥

迪去貂场上班的。

国际毛皮协会中国代表处媒体总监朱晓琳指出：

“由于毛皮动物的饲料配料主要来自于鸡肉和鱼肉加工

厂的下脚料，一只水貂一生可以消耗约 50 公斤这样的下

脚料，既经济又环保。”

而与普通衣服相比，皮草才是真正环保的一种选

择，因为从成分上来看，皮草的化学成份主要是水、蛋白

质和碳水化合物，一件皮草大衣埋藏在地下之后，在温

度合适的条件下，仅仅需要几个月就自然全部降解掉，

比牛仔裤要快 5 倍。而有些化纤类的服饰埋在地下几

十年都难以分解。

在朱晓琳看来，每个产业、每个企业都有自己成长

发展的内在规律，而这个发展过程则并非直线式的，中

国毛皮行业短期业绩的波动并不足为奇。实际情况是，

在产业成长过程中，需要调整节奏，从外部来看，就是产

业发展脚步放缓，但这种放缓，是为了更好地加速进入

下一轮的高速成长。

据国际毛皮行业2014年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的毛皮

贸易价值已经超过 400 亿美元，雇佣了成千上万的人口。

2010至2011年度，全球毛皮制品零售总额为150亿美元，其

中中国占了总额的四分之一。根据目前的相关数据推算，

2015年，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毛皮服装消费国。

电影《小时代 3》预告片中，继前一部身着价值 26 万

元的撞色皮草后，顾里再度穿起欧美大牌芬迪（Fendi）

的秀场压轴款皮草，价值约 23 万元。中国版的“绯闻女

孩”（Gossip Girl）一样与皮草难舍难分。

如果对皮草的印象还停留在“中年阔太太”的必备

单品上，你可就真 OUT 了。如何让皮草摆脱贵妇熟女

气 质 ，焕 发 青 春 ，也 是“ 老 佛 爷 ”卡 尔·拉 格 斐（Karl

Lagerfeld）当年复兴芬迪时最大的难题。他的解决方案

是：改变皮草死气沉沉的廓形，剪短袖长，收高下摆，并

换上鲜亮跳跃的颜色，厚重的皮草顿时变得轻盈起来，

辅以及肘手套、高腰裤装及宽腰带，也足以保暖，不至于

华而不实，此法则一直延续至今。

设计和工艺是皮草产品中非常重要的增值环节，采

用同样的毛皮材料，芬迪一件皮草价格甚至是中国皮草

的 10 倍。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本土的皮草设计陈旧，带

有炫富的暴发户气质和“熊”出没般的沉重感。

在国际毛皮协会媒体总监朱晓琳看来，中国目前虽

然是全球的皮草消费大国，但还不是设计大国，中国的

许多皮草企业都在为国际大牌打工。

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副秘书长黄萍认为，目前，中

国的许多青年设计师虽然对皮草感兴趣，但不知如何将

皮草更好地融入时装设计中。

皮草的作用不是保暖和炫富，而在于时尚与设计感。华

裔设计师布兰登·孙（Brandon Sun）是纽约新势力的一员，这

位以皮草设计著称的年轻人最新的灵感来源是挪威童话故

事《太阳的东边与月亮的西边》，他从装饰主义（Art Deco）风

格插画大师凯·尼尔森（Kay Nielsen）的绘本中得到启示，显

然不对称的解构主义成为他阐释坚韧女主角的最贴切方法。

从新艺术运动到装饰主义都深深受到现代主义风

格的影响，那些对曲线和放射线条的运用，那些神秘的

东方风情，布兰登·孙说：“我被故事中女主角那种击败

一切阻挡的坚韧和决心打动了，这正是现代女性给我的

感觉。”于是各种挣脱出均衡感的棱角、解放了的线条，

都在他的设计中展现力量。

朱晓琳说，许多中国皮草企业虽然制作工艺卓越但

设计理念过于陈旧；相反，各大设计学院的年轻设计师

们拥有丰富的创意，但缺少渠道和生产能力。

如何让皮草穿着者更显年轻感？很简单，减小皮草

原料的分量，侧重款式的时装感，拼接或打破原本柔顺

肌理的再组合，你得承认，这些毛茸茸的点缀效果或重

新拼接比一整件皮草大衣来的美妙得多。或是在小配

饰上出彩，从帽子、披肩、皮草包等大件配饰，到皮草头

饰、皮草项链甚至是皮草耳环等细节配饰。当然，这样

的皮草分量减少，而且对原料的要求并不高，而皮草是

以大块无瑕疵为定价标准的，因此，青春感的皮草价位

也会更接近年轻人。

她提到，皮草未来计划(Fur Futures)是国际毛皮协会新

推出的一项国际性的人才培养计划，旨在向毛皮行业的年

轻从业人员提供支持，创造与来自世界其他国家的年轻毛

皮业同行交流互动的机会，并推出一些切实的支持服务，包

括向设计师提供用于时装设计的皮草材料，以及协助会员

参加国际性皮草展会或时装秀等。6月起，国际毛皮协会组

织欧洲的青年皮草设计师在北京的几所高校推出皮草沙龙

活动；9 月还将在北京举办“亚洲 REMIX 青年皮草设计大

赛”，让中国的顶尖青年设计师了解毛皮行业的现状、规模、

品牌、如何利用皮草提高时装附加值以及如何提高皮草服

饰的创意，促进皮草界与时尚行业的融合。

青春盛宴：中国新锐设计师的皮草之旅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这句曾广为流传的公益

广告语，现在成为环保人士号召大家抵制皮草的理由。

专业人士的意见是，那句公益宣传语针对的是野生

濒危动物，而并非养殖场中的猪牛鸡鸭，也非作为经济

物种的水貂等动物，“环保人士”混淆了概念。

在中国，野生貂类是濒危野生动物，名列国家林业

局保护司的中国濒危珍稀动物名录。但现在养殖场中

以万计量的水貂是经济动物，同猪牛鸡鸭一样，归属农

业部门管理。

在一个吃肉、穿皮鞋、拎皮包的世界里，单单反对皮

草不仅是一种道德上的虚伪，甚至是别有用心。

2013 年 12 月 15 日，香港《苹果日报》以《动物炼狱

山东屠宰场活剥狐狸皮》为题刊发文章称，这里“每天

残杀动物的情景在不同角落上演”。之前，一些不明

身 份 的 组 织 在 网 络 上 发 布 的 长 毛 兔 养 兔 户“ 活 拔 兔

毛”、《惨绝人寰的时尚，每件皮草都残酷》等视频也

广为流传。

国际毛皮协会及中国青年企业家毛

皮委员会等组织进行了多次联合调查证

明，这些均为不实报道，谣言一次次被

击破。

某极端动物组织发布的帖

子《穿着尸体真的很美吗？》称，“工人先用刀从动物尾部

划一个开口，拿斧头剁下动物的脚，然后将动物倒挂在

挂勾上开始剥皮，过程中动物不断哀嚎、挣扎，影片中记

录动物直到全身毛皮被剥光，血肉模糊之后还有呼吸、

心跳，眼睛不断眨动。更令人不忍的是——动物还挣扎

着抬起头来回看自己的身体！”

事实上，用常理推断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

样一张鲜血淋淋的毛皮还卖得出去吗？毛皮质量的微

小瑕疵体现在皮张的质量，对价格的影响是非常巨大

的，就是行内人称的“毛差一线，钱差一万”。

一只狐狸重 10 公斤左右，不可能轻而易举地被折断

脖颈；水貂个体虽小，性子凶猛，平时打防疫针，工作人

员都要带上厚手套防止被咬伤。再说，被活剥皮的小动

物一定会拼死相搏，一场血战下来，人会受伤，毛皮也被

污染破坏了，谁会用这么笨的方法取皮呢？

至于活拔兔毛就更不可能了，剪兔毛跟剪羊毛一样

简单，根本没有必要去拔毛。况且没有毛的兔子会因受

伤或感冒死去，一只母兔价格为 500 元到 1000 元，谁会

去做这种得不偿失的事情呢？

国 际 上 通 行 的 取 皮 办 法 是 用 电 击 或 无 痛 一 氧 化

碳。电击成本最低，一套简易设备不足 10 元。但电击毕

竟给动物带来 5 秒至 10 秒的痛苦，动物生前所有的情绪

都会在毛皮上印现，电击取的毛皮毛孔瞬间扩张，容易

掉毛。经验丰富的毛皮买家能通过毛皮的外表来判断

取皮的方法。

因此，中国大型养殖场多采用无感的一氧化碳法，

整个过程放舒缓音乐，且是全封闭的，不会让小动物的

同伴看见受惊吓。

事实上，由于养殖水貂、狐狸的经济回报率高，所以

其在动物福利方面享受的待遇远高于猪牛鸡鸭。

如同打地鼠一样，前年是活拔兔毛，去年是活剥狐

狸皮，今年又是活剥水貂皮。对中国毛皮产业的污蔑性

报道从未间断的背后原因是利益驱动。

在动物保护和人道主义温情的背后，动物福利的贸

易壁垒作用已经显现。“活拔兔毛”一出，欧洲部分国家

随之宣称不再使用中国兔毛，致使不少欧美兔毛经销商

威胁要停止从中国进货。无奈之下，中国的养殖农户只

得无奈压低收购价，甚至入不敷出。

动物福利壁垒可以说是绿色贸易壁垒的扩展和深

化——借动物保护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

与其它贸易壁垒相比，动物福利壁垒容易获得社会

舆论支持，更具隐蔽性和歧视性。动物福利标准都是发

达国家根据其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制定的，强者制

定标准，对弱者显然是不公平的。许多发展中国家连温

饱问题都还没解决，如何讲“动物福利支出”。

在人类的基本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之前，优先考虑满

足动物的基本需求乃至“精神需求”的做法，对发展中国

家而言不仅不公正，而且这种变相的贸易保护，可能会

造成人道主义的灾难。

中国毛皮产业从业者达 700 万人，惠泽 2000 万人。

在这 700 万人中，一大部分是养殖户，这意味着，这些农

民不用背井离乡，不用在工地风吹日晒挣血汗钱，就能

在家乡过上富裕而有尊严的生活；他们的孩子也不再是

留守儿童，产业带来的丰厚回报，让这些孩子可以受到

良好的教育。

拒绝皮草，以爱心的名义已成为一种时尚，多名艺

人争相担任西方大小动物保护组织的亚洲地区代言人，

甚至有知名女艺人全裸出镜，“为公益献身”，全然不顾

所代言的组织目的何在。至于茹素吃斋，也只是宗教选

择，或健康需求，绝不能是一种道德观的绑架，一种居高

临下的优越感。

不轻易赞同，不轻易否定，是理性思维的基本体

现。不能仅凭一段视频、一条微信、一个帖子去轻易诋

毁一个产业，更不能无意识地去帮贸易壁垒国家盘剥中

国农户。至于那些所谓的动物保护者，为拍摄这些视

频，如此虐杀动物，才真正令人发指。

警惕动物福利壁垒：不是善心是陷阱

貂皮价格遭“腰斩”
毛皮业面临大洗牌大洗牌


